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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涵盖期间

本报告涵盖期限为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1.2.报告周期

本报告为年度报告

1.3.报告范围

    本报告的披露范围包含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部

及分支机构，为便于表述，在报告的表述中使用“本行”。

1.4.报告数据说明

    报告中的财务数据以2022年为主，部分包括以前年度数据，主要来自本行内部文件和相

关统计资料，可能会有部分数据因统计口径因素（如合并报表口径和银行报表口径）与年报

数据有差异，以年报数据为准。如无特别说明，报告中涉及的货币金额均以人民币元为单位。

1.5.编制依据

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发布的《金融机构环境信息披露指南（试行）》等相

关文件要求。



近年来，威海市商业银行积极践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

将加强绿色金融建设作为长期坚持的重要战略，全面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大力支持

绿色产业发展，加强环境风险防控，持续推进低碳运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

态效益同步提升，充分发挥金融行业在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积极作

用，全力助推地方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致力打造绿色金融与海洋经济相融合的新典范。

本报告旨在披露威海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内绿色金融以及社会与环境

风险方面的概况、规划与目标、治理结构、政策制度、环境风险管理及流程、绿色金融

创新及实践案例、自身运营对环境的影响、投融资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等相关信息，以

提高透明度和信誉，增强公众知情权，不断强化为各利益相关方和社会公众提供高质量

信息披露的责任意识，同时促进监管部门、各利益相关方与本行进行充分的沟通与了解。



年 度 概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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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总体概况

绿色金融是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的重要桥梁和转化器，也是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助力。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是促进经济

绿色低碳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金融体系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

发展格局的重要使命。本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将支持绿色信贷发展明

确写入公司章程，并将绿色金融纳入全行“十四五”发展战略，从战略高度

推进绿色金融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以“价值引领育理念，创新引领育品牌，

科技引领育效能，高端引领育转型”为核心的绿色金融发展策略。本行积极

落实产业信贷政策导向，不断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引导金融资源加速向绿色

低碳领域聚集。坚持以绿色金融为主线，优化机制，打造专业化团队，提升

绿色金融服务能力；通道优先，加大绿色信贷投放；创新产品，打造绿色服

务标杆，创新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光伏贷、碳排放权质押贷款等

产品，为推动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金融力量。

    截至2022年12月末，本行绿色贷款余额159.51亿元，较年初增加33.31亿

元，增幅26.39%，绿色贷款户数419户，较年初增长56.93%。



2.2规划与目标

深入贯彻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紧扣“碳达峰、碳中和”发展目标，结合本行绿色金

融发展实践，本行制定了《威海市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明确了具体的发展思路、总体目标和推

进措施。同时通过采纳“赤道原则”强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通过科技手段加强绿色金融数据统计分析；通

过落实绿色信贷任务与目标促进业务转型和结构调整，全方位打造绿色金融领先品牌。

本行将2023年度确立为“绿色发力年”，将绿色金融作为本行业务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了“十四五”

期间业务转型目标规划，并进一步细化业务发展计划和增长目标，将2023年绿色金融发展目标确定为：    

绿色贷款增长100亿元和绿色债券发行50亿元，绿色贷款占本行各项贷款比例不低于10%，力争创建“绿色

金融标杆银行”。



环境相关治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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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逐步完善“董事会层面——高管层层面——总行层面——分行层面”的四级绿色金融

组织架构，推进本行绿色金融发展，按照绿色金融发展要求安排调配资源，确保完成相关工作

计划。

3.1.董事会层面职责设置

董事会层面，董事会作为本行经营决策机构，负责审议

审批并确定绿色金融发展战略、目标，审议提交的绿色金融

报告，监督、评估绿色金融发展战略执行情况。董事会已将

绿色金融策略纳入“十四五”发展战略，将绿色金融理念纳

入企业核心价值观，将绿色发展写入公司章程。董事会授权

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执行绿色金融方面工作。



3.2.董事会层面以下及执行层面职责设置

高管层层面，成立了以行长为组长的绿色金融领导小组，统筹协调全行资源，牵头制定绿色金融战略及目

标的落地措施，推动和管理全行绿色金融业务开展，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绿色金融各项工作。

总行层面，公司银行部设立绿色金融中心，专门负责绿色金融业务的营销拓展，并统筹做好绿色金融行业

研究、政策制定、产品和服务研发等工作；授信审批部设立绿色金融专业审批团队，开通绿色审批通道，加速

绿色金融业务落地。

分行层面，各分支机构设置绿色金融专员岗位，负责辖内绿色金融业务的申报、批量化营销，加强绿色条

线管理的上传下达，强化基层客户经理的绿色金融业务能力，通过强化总分联动和条线协同，不断提升业务推

进质效和综合服务能力。此外，探索创建试点绿色支行，主营绿色信贷业务，全力扶持涉及绿色贷款的企业和

项目，打造区域绿色金融服务名片。



本 行 环 境 相 关
政 策 制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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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本行在授信政策指引中明确信贷资金向绿色金融领域倾斜，同时在信贷业务营销准入、流程管理、

数据统计三个环节均制定相应制度保障绿色金融业务发展。     

营销准入层面，本行发布了《2022年公司银行业务营销指导意见》及《威海市商业银行“碳中和”业务营销

指引》，明确了为绿色信贷业务开辟准入专属通道，提高绿色信贷业务准入效率，鼓励绿色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

创新，积极探索专业化、高效化、垂直化的绿色信贷业务，并研究推进担保措施的创新。

流程管理层面，本行制定了《威海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管理办法》，通过绿色信贷业务绿色审批通道、环保

“一票否决制”及考核问责制度等措施，增大对绿色经济、低碳经济的支持。

数据统计层面，本行发布了《绿色贷款专项统计管理办法》，统一行内绿色业务识别规则，并明确对存在环

境、安全重大风险的企业贷款的统计要求。本行以月度为统计周期，结合可视化绿色信贷数据，积极分析绿色贷

款地区、行业分布。

具体政策详见附表1。



文件名称 发文文号 文件类型 文件主要内容 备注

《威海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管理办法》 威商银发〔2012〕214号 政策制度类
本行绿色信贷准入及授信  

流程管理
 

《关于成立威海市商业银行绿色金融  
项目小组的通知》

威商银发〔2020〕435号 组织架构类 成立绿色金融项目小组  

《威海市商业银行“碳中和”业务营销
指引》

威商银发〔2021〕226号 政策制度类 碳中和业务营销指引  

《威海市商业银行“快e贷”光伏贷  
业务管理办法》

威商银发〔2021〕525号 操作细则类 光伏贷业务管理办法  

《威海市商业银行环境权益质押融资 
作业指导书》

WHSH-I（GS）75-0325 操作细则类
环境权益质押融资作业    

指导书
 

《威海市商业银行适用赤道原则项目 
融资管理暂行办法》

威商银发〔2022〕53号 操作细则类 符合赤道原则项目业务流程  

《关于总行部分部室增设内设机构的  
通知》

威商银发〔2022〕294号 组织架构类 增设绿色金融中心  

《威海市商业银行绿色金融业务营销 
指引》

威商银发〔2022〕360号 政策制度类
明确绿色金融行业标准，  
制定绿金业务营销管理要求

 

《威海市商业银行“绿色金融发力年”
工作方案》

威商银发〔2022〕547号 政策制度类
制定本行“绿色金融发力年”

工作方案

表1.银行机构环境政策制度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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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金融机构环境风险影响

环境变化会对经济的发展前景和发展规模形成巨大影响，随着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企业的环境风险演化为

经营风险的可能性不断增加，特别是随着“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提出，对高污染和高能耗行业过度集中的资产配置将

产生较大的潜在风险。对于金融机构而言，无论是环境责任导致的直接风险，还是因环境问题造成成本上升带来的违约风

险，亦或是企业作为债权人因环境问题引发的声誉风险，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影响金融机构作为金融媒介的正常运营和资金

配置作用的发挥。但从长远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通过对环境风险进行分析，可以识别和量化环境因素引发的金融风险及

创造的潜在投资机会，从而规避经济损失和金融风险，获得潜在收益；另一方面金融监管机构通过环境风险分析，可以识

别和防范环境相关因素可能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超预期损失发生。



5.2.金融机构环境风险管理及流程

在风险识别和评估方面：为促进本行
业务可持续发展，防范与控制项目融资中
的环境与社会风险，本行制定了《威海市
商业银行适用赤道原则项目融资管理暂行
办法》，重点强化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
本行或本行借款人在环境、健康、安全管
理方面的不完善或有问题的行为或事件，
可能导致的本行重大财务损失或声誉损失
的风险进行全面管理。对适用赤道原则的
项目融资按其预期的环境与社会影响程度
进行评估，并根据影响的严重程度将项目
融资风险等级划分为A、B、B+、C四类项
目。针对A类及B+类项目，本行根据第三
方评估公司出具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贷前评
估报告、经营机构出具的《威海市商业银
行环境与社会风险贷前尽职调查报告》，
就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发起的合规性、
适当性和资料是否齐全进行评估，根据评
估结果提出意见向经营机构反馈；针对B
类项目，本行对经营机构出具的《威海市
商业银行环境与社会风险贷前尽职调查报
告》，就项目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发起的
合规性、适当性和资料是否齐全进行评估，
提出评估意见并向经营机构反馈。

（一）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评估
            准入管理

（二）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
            审查管理

 在贷中审查环节，本行将客户的环境

和社会风险评价作为授信业务的非财务指

标纳入贷中授信审查。环境和社会风险情

况作为客户评级、信贷准入的重要依据，

将在贷中审查等方面采取差别化的审查措

施。在环境、社会和治理方面存在严重违

法违规和重大风险的客户，严格限制对其

授信。

 本行以内部贷后管理平台为基础，接

入工商、司法等外部数据，将环境和社会

风险作为贷后的一项管理指标，定期对已

发放业务开展模型跑批，定位环境违法客

户，触发精准贷后预警任务，推送至相应

管户客户经理，要求客户经理在规定时间

内开展快速、精准的贷后检查工作，确认

存在违法行为，要求提前收贷。

（三）加强环境和社会风险
            贷后管理

积极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逐步组

建行内专家团队深化气候风险的前瞻性研

究，加强对分支机构业务层面的相关培训

以夯实压力测试数据基础。同时，积极将

气候风险压力测试结果运用到风险管控体

系中，做好产能预警与风险监测，逐步优

化资产配置。

（四）开展气候风险压力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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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本行绿色运营的主要措施

表2.
本
行
绿
色
运
营
的
主
要
措
施

指标大类 指标名称 具体措施

能源管理

照明系统

提醒员工在无需使用情况下及时关闭设备
尽量使用日光照明

办公室划分为多个不同照明区域，并且可以独立控制照明开关
采用高能源效益节能灯泡，如LED

在高于需求亮度区域删减照明设备数目
在不常使用的区域安装动态传感器

空调系统

不使用办公室时关掉空调系统
避免在太阳直射位置安装冷气机

设定夏季室内空调最低温度为摄氏 26 度
在炎热天气以及不需会客时允许员工不穿戴领带及完整西装

电子办公设备

使用节能电子产品
设定计算机闲置时进入自动待机、睡眠模式

在不使用时完全关闭电子产品
使用虚拟化计算器系统以减少硬件安装和电力使用

公司车辆
养成环保的驾驶习惯，例如避免突然加速和剎车、停车熄匙

鼓励员工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和共享交通工具
定期对公司车队进行维护、检查及保养

资源管理

水资源管理

使用后关紧水龙头
提倡节约用水，在室内张贴节水标语

定期检查水表读数以及有无隐蔽的漏水现象
使用带有节水标识和红外传感器的水龙头

为防止漏水，安排对水槽、排水阀和水管进行例行检查

废物及资源管理

减少一次性不可回收产品的使用
把废纸、老旧计算机以及其他电子废物送往回收公司进行回收

使用可循环再造的碳粉盒、墨盒
重复使用信封、活页夹和其他文具

无纸化办公

使用电子办公系统，减少用纸
使用废纸记事

于打印设备旁张贴告示提醒员工采用双面影印或使用再用纸
定期监察打印数量及在可行情况下为使用者设定打印限额

通过定期纸张统计，跟踪纸张使用情况

宣传环保活动 宣传环保活动
制定了节能降碳宣传教育。采用线上与线下结合的形式，制作节能宣传视频，开展现场宣传活动。开展能源紧缺体验活动，包括停开公共区域

照明，停开一部电梯，鼓励干部职工低碳出行等，增强干部职工的节能意识。



表3.本行2022年经营活动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环境数据仅包含本行总行）

6.1.本行绿色运营的主要措施

指标名称 披露细项 总量 人均

经营活动直接产生的温室
气体排放和自然资源消耗

机构自有交通工具所消耗的
燃油（升）

12158 26.49

营业、办公活动所消耗的水（吨） 2304 5.02

采购的产品或服务所产生
的间接温室气体排放和间

接自然资源消耗

营业、办公所消耗的电力（千瓦时） 255135 555.85

营业、办公所使用的纸张（吨） 4252.5 9.26

6.3.本行经营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环境数据仅包含本行总行）

表4.本行2022年经营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

   （环境数据仅包含本行总行）

温室气体排放范围
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
人均排放量           

（吨二氧化碳/人）

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1）

34.34 0.07

间接温室气体排放
（范围2）

148.23 0.32

温室气体排放总量
（范围1+2）

182.57 0.4



6.4经营活动环境影响的计算

本行所采取的统计口径与计算方法做如下说明：

1、营业、办公活动所消耗的水（吨）年度水费支出金额 

  （元）/水费单价（元/吨）

2、营业、办公活动所消耗的电费（千瓦时）年度电费支    

   出金额（元）/ 电费单价 （元/千瓦时）

3、营业、办公所使用的纸张（吨）年度使用纸张包数 

  （包）* 每包纸张重量（吨）



机构投融资对环境
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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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本行绿色投融资活动情况

截至2022年末，本行绿色信贷余额159.51亿元，根据贷款用途

划分，本行投向节能环保产业绿色信贷余额8.86亿元，占比5.55%；

清洁生产产业9.03亿元，占比5.66%；清洁能源产业6.54亿元，占比

4.1%；生态环境产业35.24亿元，占比22.1%；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99.83亿元，占比62.59%。



7.2.本行投融资环境影响总体情况

本行积极围绕绿色信贷环境效益评估体系，在能源效应计算大框架前提下结合

地方实际，较为科学的评估计量每一笔绿色信贷投放产生的节能量、固碳量等环境

效益，使本机构绿色金融推动地方经济绿色发展的作用实现可视化、可量化、可信

化。具体情况如下：

披露细项
披露数据

（人行口径）
披露数据

（监管口径）

绿色信贷余额 绿色信贷余额（万元） 1595051.42 1595051.42

绿色信贷金额变动
折合 减排情况

折合减排标准煤（吨） 176173.4 176173.4

折合减排二氧化碳当量（吨） 411654.14 411654.14

折合减排化学需氧量（吨） 14.9 14.9

折合减排氨氮（吨） 0 0

折合减排二氧化硫（吨） 656.32 656.32

折合减排氮氧化物（吨） 386.25 386.25

折合节水（吨） 282 282

持有绿色债券余额
及折合减排情况

持有绿色债券余额（万元） 65293.59 65293.59

折合减排二氧化碳当量（吨） - -



相关数据测算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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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建立了完善的绿色信贷相关业务标准和认定

流程。为提升绿色贷款数据质量，本行优化了绿色贷

款的认定流程，聘请安永（中国）企业咨询有限公司

对本行信贷系统实施改造升级，通过判定条件和国民

经济行业分类等信息，匹配绿色产业，实现了绿色业

务线上化自动识别。

8.1.绿色金融数据管理

在数据的测算和校验方面，本行主要是根据金融监管总局

提供的相关行业测算公式，通过将有关行业、指标、模型等要

素嵌入绿色信贷业务管理系统后台，实现系统对绿色信贷的全

流程贴标分类管理和投融资活动产生的环境效益进行测算，同

时，由本行绿色金融专业管理人员提供环境专业技术支持和开

展数据梳理校验工作，逐笔指导绿色分类和绿色信贷系统操作，

定期开展数据检查和校验，以确保绿色信贷数据测算的及时性、

准确性。

8.2数据测算和校验



绿色金融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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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人才培养，

制定了具体化、精准化的绿色金融人才

培养计划，打造具有绿色业务营销能力、

产品服务创新能力、环境和社会风险评

估与管理能力的专业化团队，为绿色金

融业务的快速发展提供人才保障。对内

加强赤道原则、绿色信贷认定等绿色金

融知识培训，对外积极参加银行业协会

等机构组织的绿色金融专业培训，不断

提高从业人员在绿色金融项目评估、风

险管控、授信审批等方面的专业素养。

9.1.绿色金融专业能力建设

 2022年，《银行家》杂志社组

织了“中国金融创新论坛暨中国金

融创新奖成果发布会”，本行提交

的“绿色金融文化和体系创新案例”

荣获2022中国金融创新奖的“十佳

绿色金融创新奖”。这一荣誉，既

是对本行发展成绩的肯定，也是对

下一步更好服务绿色实体经济的激

励。

9.2.成果奖项



金融机构环境相关产品
与服务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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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金融产品创新
近年来，本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发展，积极落实产业信贷政策导向，持续加大绿色金融服务创新力度，努力推动自身发展与社会、环境协调统一。一是

持续完善修订绿色金融相关管理办法及业务营销指引，从战略和制度层面推进绿色金融建设。二是科学制定绿色金融发展实施方案，成立了多条线、跨部门

的绿色金融项目小组，推动实现绿色信贷业务全流程管理。三是创新信贷模式，以自营贷款、绿色金融债券等金融产品加大对绿色客户的信贷投放，积极探

索合同能源管理、未来收益权质押等信贷业务，创新林业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渔业贝类碳汇指数保险质押

贷款，进一步提升绿色金融服务能力。以下为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案例。

案例一：环境权益质押融资
1.案例背景。本行办理了山东省内首笔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融资业务。荣成某苗木公司主要从事苗木种植、销售，在山东荣成市、文登区、平度市、

昌邑市和惠民县、安徽滁州等地设有苗木基地20多处，总栽种面积达10000余亩，因购买各种树苗亟需资金支持。本行得知企业资金需求后，根据企业经营特
点，以植树造林产生的收入作为还款来源，以预期森林碳汇收益权质押作为增信措施，于2021年4月向企业发放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2700万元，贷款
期限1年，为企业提供了有效信贷支持。
    2.主要做法。林业碳汇收益权质押融资是为从事林木培育、种植或者管理的企业专门设计的创新信贷业务。该种产品是将林业碳汇资源转换成真金白银的
有效工具，本行可以为林业企业量身定制绿色金融产品服务，促进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

    3.主要成效。林业碳汇预期收益是环境权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行高度重视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以林业碳汇收益权质押融资为起点，积极探索各类

环境权益质押融资，及时制定印发了《环境权益质押融资作业指导书》，丰富了绿色产业企业可用于办理融资的质押物种类，拓展了市场化融资渠道，是将

“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具体金融工具，也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机构的绿色金融服务能力。在此基础上，本行根据不同绿色产业客户的金融需求和所

拥有的环境权益，先后办理了海洋碳汇预期收益权质押贷款2笔，贷款金额共3800万元；碳排放权质押贷款1笔，贷款金额5000万元。具体情况如下：  
一是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本行为青岛一家海洋企业办理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金额800万元。该笔贷款根据企业经营特点，以企业海产品养殖

的预期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为增信手段，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当日碳排放权交易价格，通过人民银行动产融资统一登记公示系统进行质押权登记和公示，
将海洋碳资产转化为信贷资源，有效盘活了企业沉睡的绿色资产；为荣成一家海带养殖企业办理海洋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以客户拥有的海域面积结合海带种
植面积，借鉴市场交易价格评估了海洋碳汇预期收益权的价值，为企业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融资渠道。

二是碳排放权质押贷款。本行成功落地首笔碳排放权质押贷款，实现绿色金融业务创新和新型权利质押探索的新突破。禹城市某热电保供企业向本行提出
信贷需求，急需资金周转；本行第一时间实地走访对接，全面了解企业经营情况，通过走访了解，企业拥有碳排放权配额，最终确定授信方案为保证担保和碳
排放权质押相结合，为企业成功发放流动资金贷款5000万元，切实解决了企业资金周转的燃眉之急，得到企业和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和好评。



10.1.金融产品创新

案例二：渔业贝类碳汇指数保险质押贷款

1.案例背景。威海市作为国内海岸线最长的地级市和重要的优质贝类产区，贝类养殖不仅是当地的重要产业，也是实现海洋固碳的

主要路径。海洋养殖100吨贝类，仅贝壳就可固碳25吨，通过贝类产业发展“蓝碳”经济前景广阔。

    2.主要做法。渔业贝类碳汇指数保险质押贷款是为从事海洋贝类养殖的企业专门设计的创新信贷业务，具有“快审、快批、快贷”

的优势。威海市文登区某牡蛎养殖企业通过以牡蛎为保险标的，以牡蛎产品价值、储碳价值、释氧价值等碳汇经济价值作为补偿依据，

向保险公司购买了贝类碳汇指数保险。本行根据企业经营特点，以企业日常经营产生的收入作为还款来源，以渔业贝类碳汇指数保单质

押作为增信措施，运用渔业贝类碳汇指数保险质押贷款，为企业提供信贷支持，满足了企业的资金需求。

    3.主要成效该笔贷款的发放标志着全国首笔以渔业贝类碳汇指数保险为质押的融资业务落地。该业务作为本行响应碳达峰、碳中和

政策推出的创新产品，也是本行发展绿色金融的特色产品，可有效盘活海洋养殖产业的碳汇收益，助力海洋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



10.2.金融服务创新

        本行自2021年12月17日正式采纳赤道原则成为山东省第一家、全国第九家赤道银行以来，对项目融资中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尽

到审慎性核查的义务，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环境和社会风险，将ESG理念和标准一以贯之地应用于业务的环境和社会风险审核中。

采纳“赤道原则”是本行绿色金融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本行绿色金融实现了新的突破，展示了本行作为上市银行的责任

担当。

    在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方面，持续加强对本行重点项目的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通过项目识别、适用性判断等管理工作，着

力提升本行项目融资环境与社会风险管理能力。

    在运行保障方面，出台了《适用赤道原则项目融资管理暂行办法》，为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业务中的环境和社会风险

提供指引，规范了项目融资环境和社会问题审慎性核查工作，确保适用赤道原则项目管理有章可循；授信政策指引中，将赤道原

则评估标准作为客户评级、信贷准入、管理和退出的重要依据，并在贷款“三查”、贷款定价和经济资本分配等方面采取差别化

的风险管理措施，坚持实行环保达标“一票否决制”。

    在执行情况方面，自本行采纳赤道原则以来，截至报告期末已累计对分支机构申报的生态农业、土壤污染治理、废旧资源利

用、矿山修复等可能对环境与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开展了赤道原则适用性判断，涉及项目14个，项目涉及投资金额人民币

53.64亿元。截至2022年末已生效项目融资12笔，融资金额人民币4.94亿元，项目涉及投资金额人民币10.98亿元。



案例：

2022年10月，本行为威海市环翠区羊亭河流域综合治理项目提供了9500万元的授信支持。羊亭

河两岸现状大部分为村庄、耕地等，污染物地处水陆交界处，河道淤泥严重，湿地地表积水条件越

来越差，生态系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已基本丧失原有湿地功能。该项目总投资15172万，主要

以提高绿地覆盖率、美化居住环境为目的，通过对河道进行综合整治，来恢复河道正常功能。本行

了解到项目情况后，主动与该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对接，对项目进行严格的环境与社会风险评估，评

估结果为C类，符合“赤道原则”。本行积极与客户沟通，制定项目融资方案，高效完成授信审批

和贷款发放。



未 来 展 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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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本行将立足山东全省业务，发挥

地方法人银行优势，继续以高质量发展服务

“双碳”目标为己任， 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力争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绿色金融领域具有影

响力的行业标杆。


